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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管理是企业管理的核心内容之一，预算管理在

我国经过数十年的发展，逐步成熟。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

深入，企业管理进入战略管理时代，传统的定期预算管理

已经不足以满足瞬息万变的市场需求，越来越多企业开

始尝试启用滚动预算。滚动预算能够较好地动态把握

市场变化，但其操作复杂且与年度管理契合性差，一旦全

面运用滚动预算体系，企业需要承担大量工作且不得不

放弃与年度预算相关评价指标和考核体系。如何高效运

用滚动预算，怎样对滚动预算进行合理优化使其更好适

应企业实际生产经营，成为滚动预算实践中需要研究的

课题。

一、标准的滚动预算

滚动预算又可称为连续预算或永续预算，是诸多预

算编制方法中相对先进的方法，使用该方法能让企业有

效避免年度预算僵化，快速应对变幻莫测的市场环境。标

准的滚动预算将预算期与会计年度分离，预算期始终保

持12个月的时间跨度。随着预算执行，逐期（月或季度）向

后持续滚动，并在原预算期末增列下期（月或季度）预算。

标准的滚动预算（以逐月滚动为例）示意图如图1所示。

二、优化的滚动预算

滚动预算相较于定期预算拥有很多优势，但标准的

滚动预算在企业实际运用中也普通面临一些问题。

问题一：滚动预算PK年度预算

笔者认为标准滚动预算最大的缺点并非大部分预算

管理教材所列举的操作复杂，而是滚动预算的应用迫使

企业放弃年度预算管控，运用标准的滚动预算导致企业

的年度预算相关评价和考核无法顺利开展，往往会导致

滚动预算成为管理信息孤岛。

对策一：年度内的滚动预算

为了解决滚动预算与年度预算脱节的问题，可以采

取优化的年度内滚动预算方式。年度内的滚动预算以会

计年度为预算期，让预算期与核算期、经营期均保持在同

一会计年度。年度内的滚动预算不随预算执行向后扩展

预算，而是采取年度内向前和向后双向滚动的方式。根据

驱动因素（以下简称“动因”）的变化，对年度内前期预算

修正和对年度内后期预算预测开展预算动态管控。年度

内的滚动预算示意图见图2。
年度内的滚动预算在编制基期年度预算时，根据标

准定额、预测全年动因量及固定特定项

目，确定基期预算值。年度内的滚动预算

将标准定额固化（特殊情况可调整），通过

动因变化实现预算的动态调整，每过去一

期（一个季度）回顾已过月份动因实际完

成值，重新审视年度内未来月份的动因预

测值，对全年预算做出调整。例如，在预算

调整点的n月初，根据过去月份（1月至n-
1月）的实际动因量修正前期预算，依据新

情况预计未来月份（n月至 12月）的动因

量并调整后期预算，前期预算和后期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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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企业在实际运用滚动预算时遇到不少问题，生搬硬套书本所介绍的滚动预算方法并不可行，企业须结

合自身实际做出适当优化。本文通过探讨滚动预算的三个优化思路，即年度内的滚动预算、近细远粗的滚动预算和

信息化的滚动预算，提出滚动预算的优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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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动预算在企业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图 1 标准的滚动预算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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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和就是最新的中期年度预算。在年度内以季度为调整

节点进行三次中期调整。年末根据全年的实际动因量和

标准定额，加上全年固定特定调整，确定全年最终预算

值，该最终预算值就是全年评价和考核所依据的预算。年

度内的滚动预算全年执行期内，市场环境变化不大，那么

动因量变化很小，则全年预算会相对稳定固定在某值附

近。但当市场发生重大变动时，则通过动因量的调整，快

速实现预算与市场的匹配。优化后的年度内滚动预算可

以较好实现滚动预算的动静结合，解决标准滚动预算与

年度预算脱节的问题。

问题二：滚动预算性价比低

标准滚动预算的预算期较长，每过去一期需重新编

制 12个月的预算。事先预见未来预算期的某些活动特别

是半年以后的活动，难度往往很大但准确度却普遍较低。

运用标准滚动预算的企业往往会被这类难度大但意义不

大的远期预测折磨得精疲力竭。

对策二：近细远粗的滚动预算

针对远期预测难度大、准确度低的情况，可以考虑采

用优化的近细远粗滚动预算。近细远粗的滚动预算根据

人们对未来预测具有近期把握大、远期把握小的规律，将

预测精力放在最近3个月预测，主动放弃3个月以上预测

的精细度，从而大大降低滚动预算编制的复杂度。需要补

充说明的是，该方法放弃的是 3个月以上的精细度，并非

完全放弃3个月以上的预测本身。近细远粗的滚动预算示

意图见图3。
近细远粗的滚动预算与标准的滚动预算一样，采取

保持 12个月时间跨度逐期向后滚动的方式，可以认为近

细远粗滚动预算是对标准滚动预算的优化，也可以认为

仅是对标准滚动预算的变通。近细远粗的滚动预算在操

作时，将工作重心放在最近 3个月的预测，对于余下 9个

月采取粗犷的预测方式。笔者建议以季度为单位开展滚

动，每过一季度就将原预算期向后增列一个季度，重新构

成12个月。最近一个季度的数据尽可能精确预测，其余三

个季度的数据则主要依靠经验值并辅以市场方向判断做

出粗略预测，这种舍远求近的方式可以让滚动预算的操

作复杂性大幅下降。就整个12个月的预测而言，远期9个
月的预测采用精确法或粗略法计算的准

确度相差不大，12个月预算期的总体准

确度不会因为采用近细远粗产生太大影

响，但是工作复杂度却可以实现快速下

降。优化后的近细远粗的滚动预算可以

较高效的实现预算滚动，是一种性价比

颇高的优化方法。

问题三：滚动预算运算复杂

无论是运用标准的滚动预算，还是

使用优化的年度内滚动预算或近细远粗

图 2 年度内的滚动预算示意图

图 3 近细远粗的滚动预算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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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动预算，系统信息化支撑都不可或缺。定期预算到滚动

预算并非只是简单的工作量增加的量变，而是质变过程。

滚动预算是思维体系转变所带来的工作量大增，只有通

过现代化的系统信息化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对策三：信息化的滚动预算

信息化改变企业数据收集、保存、传递和运用的模式

和效率，基于滚动预算的全面预算体系中经营预算、成本

预算和投资预算的经营数据流需要互相流动，滚动预算

管理系统与企业其他经营支撑系统的数据流需要实现动

态连接，经营数据流涉及部门众多、指标复杂且要求预测

和结果都要迅速准确反馈至预算体系内，这些都要求企

业实现信息化才能满足。经营数据流只有通过系统信息

化的整合处理，才能有效实现滚动预算高速动态调整及

满足企业各类生产经营管理需要。信息化的滚动预算示

意图见图4。
信息化能够提高预算编制和调整的效率，是滚动预

算评价和考核的重要基础。因企业的规模或特性不同，信

息化在各企业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从最简单的Excel管
理，到专业的滚动预算系统，甚至是庞大的企业ERP信息

系统。信息化没有固定的最优模式，适应企业自身的信息

化对于本企业而言就是最好的。滚动预算存在大量预算

编制和调整的工作，各系统和模块的数据要求能够实现自

动更新或模型计算，系统化应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

滚动预算管理水平。信息化将滚动预算管理从繁重手工

事务中解放出来，让预算管理人员可以更好地开展管理。

信息化将预算管理与企业其他管理信息有效整合，让预

算管理人员可以更多地从全局观点去思考问题。信息化的

滚动预算是实现滚动预算在企业高效运行的基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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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信息化的滚动预算示意图

无论央企系统还是地方国企，近年来都曝出不少腐

败案件，垄断部门和国有垄断企业存在的问题一次次被

摆上台面。从中储粮窝案、中国移动腐败窝案，到中石油

窝案，随着中央加大反腐力度，大型国企的多名高层管理

人员接受调查，这一系列事件展现了中央前所未有的对

国企反腐的重视，也暴露了国企在管理体制上存在的问

题。我国学者为此做了大量的研究，通过对现有研究成果

的归纳总结，国企高管腐败的成因可以分成两类：一是外

部宏观环境制度因素；二是企业内部因素。

目前大部分学者致力于通过分析国企高管腐败的外

部因素来寻求治理腐败的措施，在这一方面已经形成一

致的看法是：国家需要强化市场机制在经济运行中的核

心地位，减少政府行政力量的干扰，优化国有企业控制权

配置，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相对地，从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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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我国国企高管纷纷落马，将国企高管腐败问题推向了热点。本文首先将国企高管腐败的原因分

为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并进行了系统的总结。然后从内部控制的角度，结合其内涵，具体提出了几点国企高管腐败

的治理措施。

【关键词】国企 高管腐败 内部控制 治理措施

从内部控制的角度谈国企高管腐败治理




